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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康巴昌都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地处高原，

自然环境特殊，气候具有气温低，日较差大，

降水不均，相对湿度低，太阳辐射强烈，日照

时间长的特点。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孕育了特殊

的人文环境。与众不同的气候特点与人文特点

使得昌都地区拥有独特的民居形式。

关于昌都地区建筑的研究已开展很多年，

如文献
[1]

中对昌都地区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从建筑空间布局、建筑材料等方面分析了建筑

与文化的关系，总结了当下昌都民居存在的问

题。文献
[2]

中通过对昌都建筑中的形制、装饰

等的深入研究，全面分析了昌都建筑的宗教文

化内涵。文献
[3]

对昌都地区的建筑进行了冬季

室内热环境的测试，分析了昌都地区民居室内

热环境较差的原因，并给出了合理的优化方案。

上述成果推进了昌都地区建筑文化与热工方面

的研究，但是鲜有针对昌都地区厨房空间的空

间组织形式的研究。

昌都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智慧在快速的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为了挖掘传统昌都民

居中的空间组织智慧，传承传统建筑文化，本

文从昌都地区人们的起居习惯、饮食习惯等方

面入手，分析当地人对厨房空间的功能需求，

并总结出五种厨房空间组织形式，剖析昌都民

居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厨房空间组合形式对火源

热量进行高效利用，以期对昌都地区建筑节能

设计提出依据和思路。

摘要：昌都地区的传统建筑有着特殊的厨房空间组织形式，为了研究当地民居的厨房空间组织形式优劣，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参考依据，本文通过实地

调研、分类对比等方法从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等方面入手对昌都地区传统民居的厨房组织形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昌都地区传统建筑中通过将厨房空间

与居住空间结合、迁徙等方方式增加室内热环境舒适度。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Changdu area has a special form of kitchen space organization.In order to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kitchen space organization form of loc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energy-saving desig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itchen organization form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Changdu area from the aspects of living habits, religious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oor thermal comfort can be increased by comb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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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昌都地区；民居建筑；厨房空间；热源利用

Keywords：Changdu area；residential house；kitchen space；heat source utilization

电的普及，藏民们做饭多用电磁炉，电饭煲等

家用电器。烧柴只是用于冬季取暖或烧茶。

2.3 饮食习惯分析

在昌都地区居民四餐的习惯居多，少数有

着与汉人相同的三餐习惯。早上起床之后，藏

民点燃炉里的柴火开始做早饭，同时炉火提升

着室内的温度。午饭大概在中午十二点左右。

下午茶大概安排在下午的四点，主要是喝茶吃

些小点。晚上七点左右是藏民们的晚饭时间。

传统的藏餐以蒸、煮、烤为主，很少像其

他地区进行炒，炸等操作。由此，藏民做饭很

少像汉人一样产生较多的油烟，厨房空间也很

少产生附着在墙壁上的油渍。但是随着民族的

融合，与汉人交际越来越多的藏民，渐渐的开

始尝试川菜等饮食，厨房的油烟也逐渐有所增

加。与过去相比，厨房的排烟设计越来越显得

必不可少。

3 昌都地区厨房空间类型分析

昌都地区的厨房与其他地区的厨房在功能

上有所不同。除了做饭饮食之外，藏民的厨房

还是室内热量的来源，同时也是会客居住的场

所。根据厨房空间与客厅、居室的不同组成方

式可以将昌都地区的厨房分为五大类。

3.1 居室式厨房

传统的藏式厨房无论是碉房还是井干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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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昌都地区民居基本空间组成

昌都地区民居空间一般为上下两层，一层

较为阴冷一般为储藏室，二层分布客厅、居室、

厨房和经堂。客厅，居室常常分布在南向，最

大限度的采纳太阳光进行取暖，经堂和厨房布

置于北向。传统的藏族民居空间低矮，有利于

热量利用。

2 昌都藏族居民生活习惯分析

2.1 起居习惯分析

由于气候和文化的不同，昌都地区藏民具

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藏区寒冷的气候使得

藏民对阳光有着特别的依赖 , 同时也养成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起居习惯。在早上太阳升起前，

点燃炉子里的柴火直到第一缕阳光的到来带来

温暖。日落之后寒意渐浓，藏民又一次点燃炉

子中的柴火取暖，直到睡前。为了节省资源，

昌都的居民睡觉相对较早，每天傍晚的九点左

右就结束这一天开始休息，炉里的火焰也随之

熄灭。由此可见，昌都地区居民对室内热环境

有较高的需求。

2.2 能源利用分析

昌都地区有丰富的林业资源，烧柴取暖做

饭是其最传统的方式。在藏族的乡村中，藏民

多养牛以牧业为生，干牛粪是又一传统能源。

藏民将牛粪捡回做成牛粪饼晒干焚烧。但是在

城市中很少有利用牛粪这一能源的家庭。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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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空，厨房空间和居室都是合二为一的，见图 1。

进入厨房中间是生火做饭和取暖的火炉，火炉

与窗之间安置长条的藏桌，用于做饭时处理食

材和就餐。围绕厨房墙壁一周安放的是藏床和

藏柜。藏床宽阔低矮，是藏民休息和睡觉的处所。

居室是藏民一天之中使用最多的空间。为

了使居室的舒适度最好，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昌都地区的这种民居的居室一般安排在北面，

这样可以防止夏天太阳暴晒。同时，冬季生火

做饭和烧柴取暖产生的热量直接提升居室内的

温度，达到热量最大化利用。

这种厨房空间的组织形式存在一些劣势。

首先，为了减少热量散失北向房间开窗较小，

室内相对昏暗采光不足。其次，冬季居室无法

利用南面阳光进行采暖，夏季做饭产生热量难

以消散导致夏季做饭时室内较热。除此之外，

燃烧木柴产生的烟通过管道排出，但是，没有

专门排散油烟的渠道，居室内空气质量难以保

证。虽然，以蒸、煮、烤为主传统的藏民饮食

习惯中油烟少，通过简单的开窗通风不会产生

较大的问题，但随着民族融合，藏民慢慢习惯炒、

炸等做法，居室油烟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3.2 会客厅式厨房

会客厅式厨房是将厨房和客厅合二为一，

安置在南面，见图 2。传统的藏族民居中，客厅

并不是以厅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半开敞露天的

灰空间，坐北朝南，安置以藏床，在寒冷的冬

季这里是接受太阳辐射提升热舒适最好的地方。

之后，室外半开敞的前廊慢慢演变成室内的客

厅，是藏民接待客人的场所。室内布置与居室

式厨房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电视等电器，室

内空间也更加开开敞。

这样的组织形式冬季客厅热环境更为舒适，

有效的利用了太阳辐射产生的热量和做饭产生

的热量。在夏季，藏民们在客厅做饭会客，在

北面阴凉的居室休息睡觉。有效解决了居室冬

季夜间寒冷和夏季白天过热的问题。

这种厨房组织形式的问题在于，冬季夜晚

的居室由于面北十分寒冷，并且没有做饭烧柴

的热量来源，冬季的居室往往需要独立的火炉

来采暖，增加了冬季取暖的负担。夏季客厅在

白日里由于太阳辐射和做饭热量往往导致室内

过热。与居室式厨房相同，油烟问题也会导致

客厅空气质量不高，但是，由于朝南房间大面

积的开窗，白天开窗通风可以有效缓解油烟的

问题。但在寒冷的冬季，开窗通风和关窗保温

产生的冲突使得油烟问题在冬季更加明显。

3.3 独立式厨房

独立式厨房与汉族的厨房基本相同，厨房，

客厅，居室三者独立，客厅面南，居室面南或

面北，见图 3。随着油烟问题得到一定的重视以

及汉族文化和房屋营建对藏族的影响，藏民在

营建房间时慢慢的开始对厨房进行独立处理。

厨房内的布置也不见传统的藏床，只剩下做饭

使用的火炉、藏桌。

寒冷的冬季藏民主要在南向的居室和客厅

活动，炎热的夏季藏民主要在北向的居室内活

动。冬夏基本都可以有舒适度较好的空间可以

使用。同时，油烟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室内

空气质量较其他种类的厨房是最好的。

虽然这种空间组织形式解决了热舒适和室

内空气质量的问题，但是，同时空间造成了极

大的浪费。夏季南面房间无人使用，冬季北面

的房间空无一人。同时，能源方面也造成了浪费，

做饭产生的热量几乎没有得到利用。这种厨房

形式与汉族厨房基本没有差别，失去了藏族民

居利用做饭利用热源的优势。

3.4 薄板分隔式厨房

为了解决油烟和热量利用的矛盾，藏族民

居产生一种中和式的厨房形式，将传统厨房和

独立式厨房融合。居室、客厅、厨房三者相邻

布置，厨房和客厅、居室之间用五毫米左右的

薄木板相隔，三者形成三个分隔的空间，但是

互相之间存在相对顺畅的热量传递，见图 4。

这种厨房形式解决了油烟问题以及冬季做

饭热量利用的问题，使得客厅和居室都可以对

做饭产生的热量加以利用。

3.5 迁徙式厨房

迁徙式厨房指的是藏民在冬季于室内生火

做饭在夏季于室外生火做饭。厨房产生的热量

在冬季是很好的热源可以很好的提升室内温度

增加舒适度。但是在夏季厨房产生的热量成为

室内降温的最大负担。因此，藏民常常通过迁

徙的手段解决夏季厨房做饭带来的热量负担。

夏季，室内厨房被停用，藏民在自家院落里支

起临时的火炉，在院落里露天做饭。做饭产生

的热量可以马上散失，室内保持凉爽。在冬季，

藏民在室内厨房做饭，有效利用热量抵抗冬季

的寒冷。这种方式使室内冬暖夏凉，同时解决

夏季油烟问题。

4 结论

根据针对昌都地区人们生活习惯和传统民

居的厨房空间调研、分类和对比分析得到以下

结论：

第一，昌都地区一日四餐的生活习惯增加

了厨房空间的使用频率，同时也增加了厨房热

量的产生，且昌都地区乡村中能源比较单一和

原始，多以烧柴和牛粪居多，采用电来取暖的

方式并不多见。建议对厨房产生的热量加以利

用。

第二，昌都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逐渐与其

他地区产生融合，油烟问题日益明显，建议厨

房空间增强排烟设计。

第三，昌都地区传统建筑中将厨房空间与

居住空间结合的策略可以有效的利用生火做饭

产生的热量，这种传统民居中提成室内热环境

质量的策略应当得到应有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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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卧室与厨房结合 图 2　客厅与厨房结合

图 3　独立式厨房 图 4　薄板分隔式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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